
发布A5 2025.1.9 星期四
责编：沈路莎 美编：唐龑

2024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
“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
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列为2025年九
大重点任务之首。“省商务厅会同省
公安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住房
城乡建设厅、文化和旅游厅、体育局
等 14 个部门，在广泛听取重点企
业、相关行业协会意见和建议的基
础上，形成了《江苏省繁荣夜经济激
发消费活力若干措施》。”江苏省商
务厅厅长司勇介绍，这也是江苏首
次出台关于繁荣夜经济的系统性政
策文件。

记者了解到，江苏将引导各地
按照“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分类培
育、完善配套、逐步推进”的原则，进
一步完善全省夜消费基础设施和配
套服务，提升重点街区、重点商圈、
重点景区、重点便民生活圈、重点场
馆的夜消费功能，促进夜消费集聚
发展。同时，深化“苏新消费”品牌
内涵，将夜食、夜购、夜宿、夜游、夜
娱、夜演、夜展、夜读、夜健等各领域
的夜消费整合纳入“苏新消费”品牌
活动内容，鼓励各地结合当地产业
特色、人文历史，打造具有“烟火气、
江苏味、国际范”的夜经济品牌，支
持“夜之金陵”“姑苏八点半”“龙城
夜未央”等地方品牌继续扩大知名
度，让江苏各地越“夜”越精彩、越

“夜”越繁华。
围绕夜消费“氛围”营造，江苏

将强化需求激发，探索发放分时消
费券、夜间消费券等，鼓励知名平台
推出城市“夜消费地图”，支持机构、
企业开发夜经济主题系列数字产
品、服务，为夜间消费者提供精准导
购、在线互动、直播购物等服务，完
善线上线下协同发展生态圈。

夜经济一头连着经济发展，另一
头连着居民生活。城市的“烟火气”不
能成为影响居民正常生活的“油烟”

“尾气”。司勇表示，为确保夜经济在
规范健康有序发展的前提下提升活
力，措施从审批许可、监管执法、制度
建设等角度谋划，特别提出了建立审
慎包容的机制，引导规范发展。

《若干措施》强调科学规划，遵循
市场化运作规律，积极吸引社会资本
参与夜经济发展。也强调智慧服务，
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建设智慧城市智能
监控系统和信息服务平台，以数字赋
能监管。

在监管上，强调包容审慎，依法依
规降低准入门槛，简化审批手续，放宽
夜间促销活动、展览展示展演、外摆经
营等审批。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准确、
柔性把握执法尺度，避免“一放就乱、
一管就死”。

与此同时，《若干措施》结合夜经
济季节性特点，动态梳理摸排夜经济
活动场所部位，以视频、实兵相结合的
巡逻模式，实现“服务有感、管理无
感”。持续开展露天烧烤和夜市餐饮
油烟污染专项整治，解决人民群众反
映集中的油烟扰民问题。强调规范有
序，优化夜消费维权服务和投诉渠道，
不要脏乱差，也不要假伪劣，积极维护
消费者权益。

谁说江苏人
没有夜生活

近年来，夜间已逐渐成
为居民消费的“黄金时段”，
夜经济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
的新引擎。1月8日，江苏省
政府召开《江苏省繁荣夜经
济激发消费活力若干措施》
（以下简称《若干措施》）新闻
发布会。现代快报记者了解
到，这是江苏首次出台关于
繁荣夜经济的系统性政策文
件。《若干措施》从科学谋划、
丰富供给、加强保障、规范发
展等4个方面综合施策，提
出 15条具体措施，从商业、
旅游、健康、研学、展演等5
个重点领域着手，全方位多
层次拓展夜消费的新场景、
新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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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商业、旅游、健康、研学、展演
江苏出台15条措施拓展夜消费新业态

夜游、夜娱

降费用、加服务
全方位加强配套保障

《若干措施》从三个方面明确了要
加强配套保障，架起夜经济的“安心
桥”。这些措施可见可感可及，不仅让
消费者放心，也让经营主体安心，更加
考虑到了夜经济各个环节的参与者。

在政策支持方面

鼓励各类支付平台针对夜
经济发放消费券、消费补贴，降
低夜经济经营者平台服务费
用。鼓励各地对经允许临时占
用道路、临时利用公共场所开展
夜间经营的活动免收相关费用。

在交通配套方面

根据夜间客流需求，做好
公交线路布局、站点设置、运力
等动态评估调整，因地制宜设
置夜间动态路内停车位。

在就业支撑方面

因 地 制 宜 组 织“ 人 才 夜
市”，鼓励有条件的地区针对医
护、警察、环卫、安保、外卖、司
机、志愿者等需要夜间工作的
群体，提供专属夜间食堂、24 小
时药店等公益服务。

建立审慎包容的机制
守护城市“烟火气”

从5大重点领域入手
点亮江苏特色“新夜态”

越“夜”越精彩

夜展、夜健
夜食、夜购

熙南里的夜晚热闹又安逸秦淮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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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夜商业”

江苏鼓励各类商业场所和主体，在适合
地点规范开展店外促销和外摆经营活动，适
当延长营业时间，大力发展首发、首店经济，
支持开展新产品新业态新场景的展览展示展
演。支持开展夜间特定时段“集中夜市”“后
备箱集市”等活动，支持举办“老字号嘉年华”

“老字号奇妙夜”等活动。

点亮“夜旅游”

省市联动开展“水韵江苏”主题夜间文旅
消费促进活动，鼓励高等级旅游景区推出更
多优质夜游产品，支持各地打造沉浸式体验
性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鼓励创设

“乡村夜市”等乡村夜经济载体。大力发展特
色民宿、室外露营、篝火晚会、户外电影、星空
拍摄等特色活动。

倡导“夜健康”

鼓励体育健身运动项目延长营业时间。
利用公园、广场、健身场馆等载体，举办适合
大众参与的笼式足球、街头篮球、荧光夜跑、
广场舞等健身活动。

开展“夜研学”

研究制定夜校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推
动夜校大力改善办学条件，推进各类公共文化
教育设施资源转化为全民终身学习的资源。

推动“夜展演”

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延长博物馆、图书馆、
科技馆、美术馆、社区文化中心等场所开放时
间。如在寒暑假和法定节假日期间，省直博物
馆延长开放时间，全年累计延长开放日不少于
60 天，累计延长开放时间不少于 90 小时。繁
荣夜间演出市场，鼓励各地围绕重点演出活动
推出住宿、餐饮、旅游等联动优惠举措。

“当前，我省夜消费仍以餐饮、购物为代
表的夜食、夜购为主，休闲娱乐方面的夜游夜
娱、人文题材的夜学夜健等消费供给还不多，

‘夜活力’还有进一步激发的空间。”司勇表
示，《若干措施》将从商业、旅游、健康、研学、
展演等5个重点领域着手，全方位多层次拓
展夜消费的新场景、新业态。


